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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“盛世修志"．志载盛世。解放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巾全会后．

历下区各条战线取得了辉煌成就。1982年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

后．组织人员广征博采，以新的观点、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编纂的第

一部《历下区志》，几经寒暑．多易其稿．付梓问世。这是历下区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。

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。历代记有历下的史书

不少，但还没有一部反映历下史实和社会主义新面貌的志书．编纂一

部历下方志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。

历下是济南古城所在地．历史悠久．人才荟萃，历代名士学者辈

出．商业发达，文化源远流长．又是省政府机关所在地。是全省的政

治、文化、商业中心。解放后．历下人民改造旧城，建设新城区，发展生

产．移风易俗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．三十多年的变化载入史册．承前启

后，反映现实，使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，彰往昭来，发扬光大。

编纂《历下区志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

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

议》为准绳，实事求是地反映历下重大历史问题。在方志的体例上有

继承也有创新，力求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统一，立足当代．详今

略古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总结历史经验，反

映客观规律，突出历下人民艰苦创业，改变旧城面貌的事迹，突出党
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、新变化、新气象。目的是真实地反

映历下今昔面貌的历史发展过程，为我区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了解

历史和现状．以便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，扬长避短，发挥优势．更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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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1jf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提供资料依据；为全区各级干

部总结经验教训．提供历史借鉴；为广大群众，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

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历下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。区志

13lY圳,1成．对于激励今人．启发后代．都有重大意义。

‘编纂《历下区志》工程浩繁，任务艰巨。《历下区志》的fI：版，是各

方面通力协作．众手成书的结晶。值此志书问世之际，向曾在历下工

作过的老领导、老同志，向在区志编纂过程中给予极大关怀和指导的

省、市史志办公室和有关单位、部门、专家、学者，向编纂历下志书做

出贡献的同志们，表示最诚挚的感谢。
一

历丁区区丧獭之
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



凡‘ 例

一、本志记事，以“详今略古，立足当代”的原则，着重记述解放后

历下的史实。上限1840年，个别章节视内容需要上溯；下限1985年

底．大事记下限延至1 987'年底。
，

’二、本志采用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：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

据，以类系事．横分门类，纵向叙述。设篇、章、节、目。特殊情况，篇、

章后设“附录”。概述冠于志首．概叙区情．总括全志；大事记以编年体

为主；志为主体。设7篇45章1 49节。 ’1-．‘

三、行文采用规范的语体文．记述体．使用汉字简化字．以国家语

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《简化字总表》及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

表》为准(载1986年10月1 5 El《人民El报》)。引用古籍或书写入名

时．照原本使用繁体字或异体字。引文残缺不全的．则以“口"代其位
晕
亘。

四、行文采用公元纪年．辛亥革命前先写公元纪年．再在括号内

注明朝代年号．辛亥革命后．只记公元纪年。“解放前"、‘‘解放后”皆以

1948年9月24 El济南解放为界。

五、数字的使用，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国家出版局等7

单位于1986年12月31 El公布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

定》执行。

六、计量单位名称、符号的使用．按国务院1981年颁发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(试行)》执行。1955年3月1

El前使用的旧人民币，加括号注明。

七、本志所记机构名称．第一次出现用全称，而后则以简称记述。
3



如：“中共历下区委员会"简称“区委"、。历下区人民政府’’简称“区政

府"。其他机构名称略同。

八、。人物篇”记述已故的历代名人、学者、革命烈士和在本区有

影响的其他人士。另外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．获得省以上劳动模

范的区属人士也列表简介。

九、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，不设专章集中记述．根据“宜粗不宜

细"的原则．在涉及篇章中简述。

十、“五三”惨案、姚家镇概况和1986年至1990年历下区概况在

志后设“附录"。
。

‘j；

十一、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区档案馆和省、市档案馆收藏的历代

资料．来自区属各部门、单位、街道办事处和驻区单位的史志资料；部

分来自知情人的口碑资料。为节省篇幅．志书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。



面积23．28平方公里，略呈方形，地势南高北低。西部是泉水遍布、

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古城所在地。全区有街巷280条．居民79387

户、275885人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850人。设13个街道办事

处．1 46个居民委员会。区机关驻十亩园街1号。

历下历史悠久。春秋战国属齐国．秦代属济北郡称历下城，汉代

属济南郡历城县．隋唐属齐州历城县．宋代属济南府历城县．元代属

济南路历城县．明清属济南府历城县．民国初年属岱北道、济南道历

城县。1929年历城县析出，辖区属济南市，为市一区、市二区、市三

区。1949年为市三区和城区。1951年为市一区和市二区．1955年1

月合并称市一区．9月改称历下区。1967年改称红卫区．1973年复称

历下区。

一历下古城“家家泉水．户户垂杨"．素有。泉城’’之称。辖区名胜古

迹遍布；“三大名胜"驰名中外·趵突泉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泉"；大明湖

“春夏鸟语花香，荷红柳绿，俨然江南水乡风貌．冬则冰雪茫茫．别有

一派北国风光"，被誉为“泉城明珠”；千佛山隋唐寺庙坐落山间．千尊

石佛镶嵌山崖．被列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。新建环城公园象一条翠带

沿护城河环绕古城，把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、五龙潭四大泉群和大

明湖连成一体．形成以湖山泉水为特征的园林绿化中心。“历下八

景’’多在三大名胜之地。
一

辖区自古是名人荟萃之地．有“名士多"之赞语。历代客居或当地

文化名人有：汉初传授尚书的伏生，唐宋文学“八大家"之一的曾巩、
S



苏辙，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、杰出词人辛弃疾．元代书画家赵孟

颗、散曲家张养浩．明代“前七子”之一的边贡、“后七子"领袖李攀龙．

清代书法家何绍基、文学家刘鹗，近代教育家鞠思敏、王祝晨、于明信

等。古代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也多次到此游览观光。当代文学家郭沫

若在三大名胜均有题咏。r ．1 ⋯。，

t：‘历下自古爱国志士都留有可歌可泣的慷慨悲壮事迹j特别是近

代革命志士．在辖区领导全省革命活动，颇有影响：辛亥革命山东领

导人徐镜心、刘溥霖、薄守德在辖区领导了全省的反帝反封建斗争。

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创始人王尽美、邓恩铭最早在辖区宣传马克思

主义．建立共产党组织，是全国较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。从

此辖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封建主义、反对压迫

剥削。开展了罢工、游行等革命斗争，为1948年济南市解放做出了积

极的贡献。 ．

·解放后j在共产党领导下．辖区建立党的组织和区人民政府，全

区人民在区委。、区政府的领导下恢复发展生产．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

社和商业合作店．安置无业市民就业．市民群众安居乐业．生活水平

逐步提高。1948年市民人均年收入只有64．53元，不够维持基本生

活开支，到1957年人均年收入提高到206．50元，比1948年增加2．2

倍。l978年人均年收入提高到337．80元，比1 948年增加4．2倍，

i 984年人均年收入提高到626．16元，比1948年增加8．7倍。市民

生活逐步向小康水平迈进。

。工业 清末辖区手工业兴起，民国初年发展较快，后囚战乱受

阻，有的关闭停业，有的合并，到1948年只剩几家较大的官办企业和

十几家私营企业。·另有个体手工业户1000多家。解放后．党和人民

政府支持私营企业恢复发展生产。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．私营

企业实行公私合营，个体手工业1745户，按行业成立73个手工业生
R



产合作社．1958年发展到101个，同年转为区属工业。另外街道办事

处建街居工厂84个。区属工业调整后有33个企业，职工4280人．工

业总产值2501万元。区属工业自建立以来，5次共上交济南市96个

企业。街道办事处企业3次调整升级117个企业。区街工业每调整

上交_次，几年后自力更生、白手起家又发展起来·，区街工业为市区

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安置了3万多名市区无业居民，解决了部分

社会就业问题。，到1985年，区街工业有机械加工、金属铸造、电子电

器：化工塑料等13个行业、88个企业，职工8713人。另外．有居办工

业厂组92个。全区工业总产值7507；42万元，利润1182 7 44万元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。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区街企业实行经济

改革，有34个区属企业与省内外大中型企业、科研单位、大专院校建

立经济联合体89个．聘请200多名科技人员作企业技术顾问．共同

研制科研项目61项l上新产品1 39项．其中填补了国内空白1项、省

内空白3项．获全国部级产品奖1项、省厅级产品奖2项．被国家列

为定点产品1项．销往国外产品6项。另有济南柴油机厂、济南轻骑

摩托车总厂、济南钟表厂、山东电视机厂等95个驻区工业企业。

商业．。历下古城是古代商贾荟萃之地。1928年辖区商业有30

多种行业，2025户商店。商界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1．8％。日本侵略

军占领时期，日商洋行把持商品产、供、销3个环节，对生活用品实行

垄断控制，商店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南京国民政

府封锁禁运，物价飞涨，市场凋敝．商业衰退。解放后，建立国营商业。

领导管理商业市场。1956年辖区有私营33个行业、1430户商店实行

社会主义改造．成立258个公私合营商店、33个合作商店、89个合作

小组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中，市场关闭，商业网点撤并，商业流通渠道

只有国营商业。同年，街道办事处建立街居商业、服务业。‘1965年合

作商业有43个商店、186个门市部，按行业成立百货、土产、蔬菜、烟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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